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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任何一种思想、理论都离不开它所处的时代,它们都具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渊源。爱国主

义作为一个历史范畴,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其内涵也会随之迭代演进,各个时代的爱国主义既一脉

相承,在传承过程中必然也会吸收历史文化的精华并结合时代特点,在时代要求、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中

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发展史就是历史性和时代性的鲜明体现。 

[关键词] 爱国主义；历史渊源；内涵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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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国”才可爱,爱国主义是伴随着

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国家在不同的发

展时期有不同的目标愿景与时代要求,

因而各个历史时期的爱国主义内涵也不

尽相同。爱国主义作为一个动态的历史

范畴,随着时代的更迭演进与社会变迁

不断丰富和发展,有各个时期的特定体

现,既一脉相承,在传承过程中必然也会

吸收历史文化的精华并结合时代特点,

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历史特点。中

华民族历来十分重视爱国主义这一精神

力量,根据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不

同,牢牢把握和丰富着爱国主义的内涵,

一直致力于构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

族精神,架构起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一

心同体、和衷共济的精神桥梁。 

1 中华民族融合大一统愿景中

的爱国主义：家国一体政治结构下

的道德义务 

爱国主义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有

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它贯穿于整个中华

民族发展始终,凝结着中华先哲无穷无

尽的智慧,蕴含着中华儿女的家国情怀,

是中华民族独树一帜的精神旗帜,成为

中华民族屹立不倒、生生不息的精神脊

梁。在参加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

大会时讲到：“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

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

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

强不息的强大力量”[1]。爱国主义自古

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古老

的中华文明孕育、萌生和逐渐发展形成

了爱国主义传统,在我国历史文献中,

“爱国”一词 早出现在《战国策·西

周策》,“周君岂能无爱国哉”；《汉纪·惠

帝纪》中,提到“封建诸侯各世其位,欲

使亲民如子,爱国如家”等。这一时期的

爱国主义具有浓厚的时代烙印,浸润着

整个封建主义兴衰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

始终,这些传统爱国主义思想内涵丰富,

寓意深刻。 

1.1家国一体、忠君报国的道德义务 

传统自给自足、男耕女织的自然经

济孕育了早期人们对故土乡邦的热爱眷

恋之情,相对稳定的家庭血缘纽带使人

们世代安居,这一时期的国家认同是亲

缘认同和地域认同,根深蒂固的封建君

主专制政体赋予了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

独特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社会等级宗法制

度孕育出“家”与“国”同构的独特模

式,君主作为 高统治者成为国家主权

的人格化象征,“爱国”与“忠君”往往

等同一体,成为爱国主义在特定时期的

一种特殊表达方式。《孟子·离娄上》指

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因此,

古人常强调家国并举、天下一家,这种独

特的家国一体的政治结构是传统文化中

爱国主义情感的来源,从孔子所倡导的

天下大同,到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

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横渠语录》)的士人责任意识和社会

关怀,都体现着中华儿女的家国情怀,故

有“国尔忘家、公而忘私”(《新书·阶

级》)的国家义利观,从蔺相如的“以先

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到《大取》的“断

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

害之中去小者,非取害也,取利也”,无一

不展现出华夏儿女一心为国,以国家利

益为重的崇高精神。 

1.2民贵君轻、君客民主的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古代爱国主义的精神实

质,中华先哲们充分认识到,民心所向关

乎国家兴亡,主张呼吁爱养民众。《尚书》

早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重

民、亲民、护民的理念,战国思想家孟子

将民本思想推向高潮,提出“民为政本”、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的“民

贵君轻”的民本观,孟子的民本思想内涵

丰富,强调为政者在经济上要保民、富民,

在政治上要重民、爱民,实现仁政王道。

荀子在孟子的民本思想上进一步指出：

“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

也”,(《荀子·大略》)荀子的“天之立

君以为民”是对孟子民本思想的继承和

发展；明末清初,黄宗羲的“天下为主,

君为客”(《明夷待访录》)将民本思想

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深度,民本思

想有了系统而完整的阐述。民本观很好

的揭示了爱国与爱民的相互关系,统治

者想要治理好国家,就必须关注百姓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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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平政爱民、为民解忧、争取民心才能

激发百姓心中强烈的爱国意识、爱国情

感,进而才能固邦兴国。 

1.3忧国忧民、共御外敌的使命意识 

中华民族自诞生以来,在团结统一、

共御外侮、本固邦宁中蕴含着了丰富的

爱国主义思想。“政治上的家国一体形态

意味着国与家拥有共通的伦理道德要

求”[2],也就是说治国与治家在本质上是

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即是强调人们面

对家与国担负着类似的责任和义务,那

么爱国不仅是一种自然情感,还是一项

应尽的道德义务。当国家面临外敌入侵,

祖国山河即将四分五分裂之际,人们应

在道义上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舍弃小

家、成就大家,做到“苟利社稷,死生以

之”(《左传·昭公四年》)。从司马迁

的“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到曹

植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到岳飞

的“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无不体现

出中华民族忧国忧民、共御外敌的爱国

主义传统。 

“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

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

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

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

传统是密不可分的”[3],独特的政治经济

基础孕育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

体现着特定时期的特定内涵,具有自成

一体的鲜明特色,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

爱国主义优良传统。 

2 近代救亡图存中的爱国主

义：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爱国主

义转型 

1840—1949年的百余年间,是中华

民族历史发展的重大社会转型期,也是

源远流长、与时俱进的爱国主义思想史

的光辉篇章,这一时期的爱国主义深刻

体现出社会转型和时代变革的印记,帝

国主义的侵略导致中国社会性质发生

变化,中华民族面临着封建压迫和帝国

主义侵略双重枷锁,深受长期战乱折磨

与蹂躏的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

人民解放浴血奋战,促进了中华民族作

为统一整体的意识觉醒,同时,资本主

义的传入和渗透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

的出现和发展,并孕育促进了社会转型

的先进主力军,作为爱国主义载体的民

族资产阶级、新兴知识分子和政党在近

代爱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实现了对传统爱国主义的近代

转型,形成了“救亡图存”的崭新的爱

国主义主题。 

2.1民族意识觉醒：爱国主义理念质

的飞跃 

“中华民族”一词 早由梁启超提

出,“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

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合

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

族”[4]。(梁启超,文集之十三),这里“中

华民族”一词开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建

构的新起点,意味着中华民族意识的初

步觉醒,民族意识的觉醒赋予了近代爱

国主义以新的内涵,奠定了包容、开放对

待民族问题的基础与前提。直到辛亥革

命爆发和中华民国的建立及孙中山先生

“五族共和”的提出,具有现代意义的中

华民族观念才得以确立,自此中国人有

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观念,促成了以民

族平等融合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思

想的形成。《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这一课本中,毛泽东同志对中华民族的

论述被认为是 全面和权威的论述,这

标志着传统的狭隘民族主义被取代,它

超越了传统种族和地域的束缚,至此,

中华民族才形成践行爱国主义的统一

力量,中华民族的集体自觉内化成中华

儿女的共识,极大地提高了民族的凝聚

力和向心力,使中华民族的爱国理念获

得质的飞跃。 

2.2中西结合：爱国主义的理性升华 

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时

刻,先进的中国人充分认识到只有向西

方学习先进文明才能根本改变落后挨打

的局面,如何理性对待外来文化成为近

代爱国主义不可回避的焦点。中华女儿

从“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斗争与实践

的客观需要出发,对中西结合的必然性、

价值意义、方式途径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从林则徐组织编译《四洲志》,引导人们

“睁眼看世界”,到魏源提倡“师夷长技

以制夷”,再到“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新文化运动,

爱国志士主张向西方学习的进程充分体

现了爱国主义这一时期的理性、包容与

开放。五四运动的爆发进一步推动了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

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催生了中

国共产党以及其他政治社会集团的诞

生。以唯物论和辩证法为指导,中国共产

党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相结合,克服以往爱国激情的局限性,为

爱国主义注入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

了近代爱国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形成了

近代爱国价值观的话语表达体系,爱国

价值升华到一个新的阶段,将中华民族

的爱国热情推向了新的高潮,中华民族

爱国主义也揭开了崭新的篇章。 

中国近代所面临的深重灾难和亡国

灭种的危机局面,促进了中华民族作为

统一整体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成为近代

以来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内在动力。马

克思列宁主义对我党的爱国主义理论形

成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使中华民族的爱

国理念获得质的飞跃,也促使中国人民

的爱国主义热情空前高涨和迸发,成为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内在动力,

开启和催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的

以热爱中国共产党与热爱社会主义为主

要表现形式、以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与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新爱国主义思

想的勃兴。 

3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爱国主

义：实现民族复兴的爱国主义精神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中国人民以强烈的爱国热情和

顽强的拼搏精神,挽民族于倒悬,救国家

于水火,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完

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

度,开启了探索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

进程。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

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过长

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及民族

伟大复兴的新篇章,传统爱国主义的精

髓在新时代得到了传承与延续,实现了

爱国主义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的历史统

一,成为政治原则和道德义务的统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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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内化成为中华儿女的自觉意识。 

3.1爱国主义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

度统一 

“只有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

义相统一,爱国主义才是鲜活的、真实

的,这是当代爱国主义精神 重要的体

现”[3],国家的命运与党的命运、社会

主义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决定了三者

的内在一致性,为当代爱国主义构建了

坚实的理论和实践维度,实现了人的政

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关系有机协调的

高度统一,高度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历史实践之中。在纪念五四运

动一百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新时代爱

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

社会主义的高度统一。这一重要论断丰

富和深化了爱国主义内涵,体现了新时

代践行和落实爱国主义的本质。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女儿将爱国主义

情感与社会主义建设紧密结合,以高度

的热情,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当中,

实现社会制度翻天覆地的变革,亿万中

华儿女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爱国

主义与爱党、社会主义的高度统一具有

特定的利益逻辑、历史逻辑和价值逻辑,

凝聚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民

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3.2爱国主义是政治要求和道德义

务的统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了以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爱国”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是对每一个公民

的信仰、情怀与政治责任的要求,实现个

人与国家层面的有机协调和创新。中华

女儿走向复兴的历史征程充分诠释了中

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性,对中华民族的深

层次认同、爱和责任才能激发爱国主义

这种特殊情感,当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公

民的政治责任和道德义务时,它内在的

要求公民致力于推进或奉献于国家利

益,成为使命担当的自觉外化。“中华民

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其培育、贯彻、落

实的过程中,不仅体现了政治要求的特

征,也体现了主体将其内化为自觉遵守

的道德义务特征”[5],包含着天然自发

和政治义务的双重维度,经过理性反思

后将爱国主义内化为政治义务与责任,

践行爱国主义不仅是宪法规定的法律

义务,更是自觉外化的行为选择,“不仅

是道德义务自觉执行,还要以国家和政

党的方针、政策、法律、法令等形式,

以政权的强制性力量来保证其实施”[6],

是二者的有机统一。 

时代更迭演进和社会变迁赋予爱国

主义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内涵与特点,生

动鲜活的反映出各个发展时期的现实要

求,探析中国爱国主义的历史渊源及内

涵演变,我们能够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中

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所历

经的艰难险阻与辛苦付出,更加坚定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以开放、

包容、发展、理性的现代爱国意识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自觉的投身

于当前爱国主义的伟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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